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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 文

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新一屆

國家領導人和部委負責人各就各位，中國完成

了新老交替大工程。由此，中國進入“習李時

代”，站在了較高的歷史起點上，有了新十年

的新開局，但從“雙百目標”的百年進程來

看，這十年依然是承前啟後的關鍵階段。

回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展的歷史框架，

每一代人都在努力奮進，每一代領導集體都履行歷史賦予的使命，甚至超額

完成任務。第二代領導人鄧小平設計了中國改革開放總框架，轉型中國走上

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改革和開放之路；第三代領導集體在“江朱時代”基

本實現了向市場經濟大轉軌，中國打碎瓶瓶罐罐殺出一條血路，全力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隻為與世界經濟全面接軌，由此打開了中國奔向經濟大國之

門；第四代領導集體在“胡溫時代”帶領中國大踏步走在建設小康社會的大

路上，中國從世界第六躍居為第二大經濟體，外匯儲備從2,870億美元上升到

3.3萬億美元，涉及農業、教育、醫保等難關的全民工程逐步清除障礙，“科

學發展”和“以人為本”的整體觀依然燭照當下和未來。

正是在以上的體制改革、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奠定的基礎上，第五代領導

集體亮麗登場，中國迎來了值得期待的“習李時代”。自去年十八大奠定習李

體制以來，新領導層迎接挑戰的大手筆接二連三：南巡廣東、反腐抓貪、公布

政治局八項規定、解放軍十項新規、推動大部制改革等，進而全面提出了“中

國夢”的明確目標。本屆兩會結束，黨政軍新老交接全面完成，習李將“名正

言順”地放手治國，一個理想回歸、實幹奮進的時代輪廓已經浮現了。

不過，習李領導層面臨的現實困難依然巨大、內外挑戰依然嚴峻。為了

實現“中國夢”，第五代需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在政治、經濟、社會、外

交等各方面回應百姓呼聲，打造符合時代要求的新格局。

在政治方面，重建富有示范性和感召力的清明政治，實乃當務之急。改

革開放30多年，經濟騰飛了，社會發展了，但黨風和社會風氣也受到了侵

蝕。腐敗特權現象不絕、社會公信力下降，是執政黨和第五代領導集體面臨

的重大挑戰。對此，習李懷有強烈的問題意識和憂患意識，體現出高度的政

治素養和社會責任感。習近平最近的言行作為表達的思路是，治國先整黨，

整黨必反腐。消除特殊利益集團，防止少數寡頭壟斷國家經濟命脈和政治社

會生活；限制官員特權，把權利關進籠子裡，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這才是

實現“中國夢”最有力的政治保障。

在經濟方面，中國的經濟總規模已經居二趕一，在未來十年內超過美國

躍升全球第一不再隻是可能，其現實性越來越大。中國GDP回歸世界第一或在

這一代人手上實現，那是相隔200多年的盛舉，令人激動、自豪，充滿成就

感。但是，經濟規模與富裕程度和幸福感受，畢竟不能混為一談。最近，聯

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2013年度《人類發展報告》，在顯示國民生活富裕程度

指數中，挪威在187個國家中高居榜首，澳大利亞隨後，美國列第3位。日本

位居第10，韓國排名第12，中國位列第101，非洲國家尼日爾墊底。世界第二

的GDP沒有轉化為民眾收入，中國國民的富裕指數依然位居世界中後，其中不

僅有人口原因，更有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等因素。經濟增長是壓倒一切的任

務，但必須正視“發展起來以後的問題”，予以緩解和解決，才能實現經濟

增長的意義和價值。

在社會方面，安全問題已經凸顯出來。所謂安全，除了人身安全以外，

更包括食品安全、環境安全、醫療安全、信息安全等全方位的安全需求。假冒偽劣食品大行

其道，整個社會怨聲載道；空氣質量每況癒下逼近生存極限，苦情四溢人人自危。政府需要

痛下決心制定嚴規厲法，向社會民眾承諾整改時間表，以觸及利益觸及靈魂的巨大勇氣來解

決安全問題帶來的現實損失和籠罩全社會的心理隱患，才有可能提升大眾的生活品質、建立

幸福感油然而生的和諧社會。

在外交方面，隨著國家經濟增長和實力上升，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代表正在全面崛

起，大國影響力日益顯現。不過，中國是否需要從“韜光養晦”轉向“有所作為”進而“四

面出擊”，依然值得探討。盡管呼吁強硬外交的社會分貝不斷升高，但習近平就任總書記後

與“外國專家座談”時表達了中國的立場：中國將堅持改革開放，中國的事業就是向世界開

放學習的事業，這種開放和發展不會是“零和博弈”，對世界決不是挑戰和威脅；中國走和

平發展道路，絕不損人利己，絕不搞霸權與擴張，是個負責任國家，也希望各國“在追求本

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誠然，中國是個負責任的大國，與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和平

相處是外交主線。“國之交在於民相親”，相信習李時代的中國會更加具有親和力和感染力。

兩會結束了，習李追求的中國夢想新時代揭幕了。在實現“中國夢”的歷史征程中，習

李一代會不負眾望，一定能跑好自己的這一棒。如果還有驚喜，當中國領導人自覺肩負起“實

現中華民族復興”和“維護世界和平發展”兩大重任時，東亞將獲得更大的發展動力，世界

將迎來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的崛起。

■本報記者 孫輝

團法人日本中華總商

會（以下簡稱：總商

會）3月15日在東京銀

行協會大廈召開一年

一度的會員總會。會

長嚴浩在發言中表示：這些年來，總商會

經歷了各種歷練和階段性發展，已經形成

了一定的規模和基礎。為了適應社團規模

的擴大化趨勢、提高運營方式的正規化程

度、提升會員企業的歸屬感，去年總商會

從任意團體晉升為社團法人，在獲得主流

社會承認的同時，也完成了社會身份和存

在方式的華麗轉身。關於今後發展，總商

會要繼續堅持信念，圍繞著“商”、“中

華”、“日本”這三個定位，從宏觀走向微

觀，務實和務虛並舉。

回顧總商會過去的歷程：

總商會成立於1999年9月9日，按照

日本的說法，這個日子被認為是“苦勞”之

日，但總商會也在坎坷中走過了1 4個年

頭。支撐總商會走過這麼多年的，正是我

們的信念──中日是互相需要、互為伙伴

的重要關系，正因為這樣在日華商才有了

存在的價值。這個信念是我們堅信的觀

點、努力方向、奮鬥目標。沒有信念的行

為是不可持續的，我們總商會就是這樣抱

著信念做事，在中日交流中和促進個體發

展和企業發展結合起來的。

每個人或者企業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

會關系中，每個人或企業的成長、發展以

及各種需要的滿足都離不開同外界交往與

合作。合作可以使人們相互依存、相互促

進；合作可以揚長避短，集思廣益，優勢

互補；合作可以互惠互利，共享成果。因

此，中日間的合作關系也是不可或缺的。

現在中日關系出現了問題，今後中日

間依然會出現各種問題，正因為如此才更

凸顯中日關系的重要性，也正是有各種問

題，才需要我們來發揮積極作用。

談起總商會的發展規劃：

回望過去，總商會堅持“三個定位”，

有力提升了總商會的社會地位和聲譽，成

為名副其實的旅日華人代表性社團。但從

我們做的事來看，主要側重於宏觀，也可

稱之為“務虛”，就是樹旗幟、打品牌。比

如說，我們每年都赴中國各地訪問，拜會

僑務部門和各個團體、組織，與東南亞各

地僑商團體建立關系。這方面的工作是需

要的，在過去我們至少通過這樣的活動打

出了一個品牌，開辟了一個平台，通過這

方面的工作，總商會成為了在日華人華僑

的代表性團體之一。

下一步是如何具體利用這個平台做貢

獻，這是總商會未來的工作方向。

第一，結合上面講的三個關鍵詞，首

先要“在商言商”。比如中日商務交流，正

在從宏觀走向微觀。我是做醫藥行業的，

經常往返中日，在中國我接觸很多醫藥企

業，他們都表示非常想引進日本技術，在

中國很多企業其實是很想和日本交流的。

隻談宏觀的人往往忽視了這些微觀的

需求，或者是意識不到，但是真正做企業

的人，他們的需求是很迫切的。從我個人

感觸，從會員企業發展來說，宏觀要做，

微觀也要做。

第二，要“以商養商”。 在不否定以

前工作的前提下，要充分發揮“商”的作

用，充分發揮總商會的潛在優勢。就總商

會這個團體而言，以前主要側重宏觀工

作，沒有具體實業，所以要靠會員提供讚

助、會員做義工來運營商會。我想，今後

商會發展要提倡“以商養商”。比如說，與

地方政府、經濟團體建立具體的合作關

系，定向交流，點對點開展工作等，這些

都是微觀的體現。從這些工作中，總商會

既會有新的收入源，又可以激發會員企業

與中國地方的互動發展。

第三，充分發揮平台作用。雖然中日

關系不平坦，但兩國在經濟領域的聯系緊

密，日本多數企業仍表示重視中國這一市

場及生產基地，許多中國企業也急切希望

引進日本技術。面臨中日關系的低谷，如

何利用好總商會這個平台，成為在我們思

考的問題。

總商會平台雖然搭建起來，這個平台

與中國互動不足，以前總商會工作側重於

日本國內，今後我們要加強互動。去年12

月，我們在中國國內的第一家聯誼機构─

─日本中華總商會北京聯誼會正式成立。

接下來我們還要成立上海聯誼會、珠三角

聯誼會；在日本成立關西支部、中部支

部、九州支部。

通過這個平台，我們從宏觀上可以為

促進中日關系發展做些具體工作，也可以

從微觀上把中日商務往來做得更加深入。

比如說在促進中日關系發展方面，總

商會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從宏觀上說，

我們可通過各種渠道，多建議、多建言，

在促進兩國政府機構、經濟團體的交流發

展上有所作為；從微觀上講，我們可以發

揮“商”的作用，充分發揮商會的潛在優

勢，促成中日企業之間其建立起緊密的合

作關系。

展望未來，中日關系依然是繞不開的

主題。總商會工作從宏觀上講，能為中日

關系的健康發展做貢獻，同時也增加會員

榮譽感；從微觀上講，務實工作能夠促進

總商會的組織發展，同時也能為會員提供

更多機會。

社

（上接第1版）

事實上，習近平、李克強以及其它最

高領導人在4個月前就已經掌握了中國權力

真正的所在地──共產黨的領導權。因

此，本次習近平當選國家主席、李克強當

選國務院總理沒有任何懸念。雖然官方規

定，習李兩人的任期為五年，但實際上他

們掌握權力的時間預計為十年，習李時代

正式揭幕了。

稍早一點的14日上午，張德江當選全

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建國、王勝俊、陳

昌智、嚴雋琪、王晨、瀋躍躍、吉炳軒、張

平、向巴平措、艾力更．依明巴海、萬鄂

湘、張寶文、陳竺等14人當選為全國人大

常委會副委員長。

在16日，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提名，

張高麗、劉延東、汪洋、馬凱四人出任副總

理。國務委員、各部部長等也都各就各位。

二、美日領導人電賀習近平
就任國家主席

在習近平當選中國國家主席後，美國總

統奧巴馬在14日電賀習近平出任新職務。

兩人討論了中美關系未來發展。奧巴馬向習

近平強調，美方堅定承諾，增加雙方務實合

作，以解決亞洲和全球經濟與安全的挑戰。

美方證實了奧巴馬主動打電話給習近平

表示祝賀。奧巴馬在電話中強調了“雙方努

力构建基於健康競爭而非戰略博弈的新型大

國關系”的重要性。兩人也就朝鮮核武與網

絡安全問題交換了意見。

兩國領袖在電話中同意，擴大兩國高層

例行往來與合作，具有重要價值。美國財政

部長傑克盧將在下周訪問中國，美國國務卿

克裡也將在未來幾周訪問中國，做為他亞洲

之行的其中一站。

奧巴馬特別指出，朝鮮發展核武和導彈

計劃，威脅美國及其盟邦，平壤的行動促使美

中兩國，就朝鮮非核化進行更緊密的斡旋。

奧巴馬表示，美方歡迎中方在“20國集

團”（G-20）會中的承諾，人民幣將朝更具

彈性的匯率方向前進。他強調，美中兩國應

共同努力擴大外貿和投資機會，及解決保護

知識產權等議題。

談到中美貿易合作時，習近平指出，雙

方要堅持平等對話、坦誠溝通，防止將經貿

問題政治化，使中美經貿關系互利共贏的基

本格局越來越穩固，這有利於中美兩國人

民，也有利於世界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3月14日下午，日本官房

長官菅義偉表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新

當選中國國家主席的習近平發去了賀電，

表達了希望與中國新領導層构築戰略互惠

合作關系。

菅義偉表示，日本政府向習近平正式發

表了賀電。賀電中寫道：日中關系是日本最

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日中兩國對於地區和

國際社會的和平和繁榮具有責任。日本政府

希望通過賀電表明，希望與中國新領導層構

築戰略互惠合作關系，日本一直開放與中國

的對話大門。他還強調，即使日中之間存在

釣魚島問題，但並不影響日本希望同中方保

持戰略互惠關系的決心。

三、中國進入“法學家治國”
時代？

公開資料顯示，新當選的中國領導人

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副主席李源潮都擁有法

學博士學位，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則有法學學士

和經濟學博士背景，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和最高

檢檢察長曹建民也都擁有法學碩士學位以及司

法系統的長期執業經驗。   （下轉第3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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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学院
專門學習中日日中口譯、筆譯的技巧和基礎知識，加深中日兩國異文化

的理解。還可以提高日語表達能力，進一步鞏固日語語法知識。

★本科研究科 (一年制日中翻譯課程) ★日本語科 (兩年制專門課程)

為具有日語基礎的人繼續提高日語的綜合能力。

對希望升學者進行日語能力考試、日本留學考試以及升學的指導。

●可以拿到一年的留學簽証，畢業後能上日本的大學、研究生院

●入學時，發給中國留學生150,000日元的獎學金！！
特
點

●多年獲得優良校的認可，可申請兩年的留學簽証

●升級、畢業時，符合條件的同學可以拿到獎學金
特
點

2013年 4月招考在日中國留學生

4月入學還來得及！4月入學還來得及！公益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附設

日中学院2013年 4月招考在日中國留學生

公益財團法人日中友好會館附設


